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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思想的内在逻辑*

刘 伟

内容提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历史与思想、理论与实践逻辑

的有机统一: 从时代提出的发展命题出发，到提出破解这一命题的新发展理念及相关的

“五位一体”总布局，再到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实现“五位一体”的基本方略———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 从如何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怎样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 从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创造怎样的宏观经济环境，

到为此需要怎样的制度和秩序创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

育; 最后回答为什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最终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以上内容形成了严整科学的逻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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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历史逻辑与思想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

的基本要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在方法论上的突出特点，这一特点在其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体现得尤为鲜明。深入准确把握这一内在逻辑联系，是融汇贯通深入

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关键。

一、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变的主题

“时代是出卷人。”①“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

系的构建，首先是从问题出发，要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面对的根本命题是什么。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③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 发展是我党

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④这是马克思主义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的体现，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强调的“发展是硬道理”、“三个代表”学说、科学发展观的

指导思想一脉相承。在实践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 在理论

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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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历史进程的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达到的水平，约束社会

经济发展的条件，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经济失衡的特点和动因，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和矛

盾等等，都发生了历史性的系统变化。① 尤其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要求对“发展”作出新的理

解，必须根本克服对“发展”的各种曲解和片面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必须是

也只能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发展”，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提出的

实践要求。
在这样一个新阶段上，一方面“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②从现在到 2020 年，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 从十九大到二十大( 2017—2022 年) 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

期( 以人均 GDP 水平看，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达到当代高收入阶段起点的时

期) ，③在此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 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④ 另一方面，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阶段，矛盾和风险

比从低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时要更多更复杂。”⑤如何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 什么时

候跨过去，跨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地发展? 这些问题成为关键。⑥ 现实中，当代 70 多个高收入经济

体中真正发展中国家不过十几个。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跨过低收入“马尔萨斯陷阱”后，

长期滞留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如上世纪 70 年代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的拉美国家，80 年代进入

上中等收入阶段的东亚诸国，90 年代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的西亚及北非诸国，先后经过 40 多年、
30 多年、20 多年，不仅未像高收入国家那样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用 12—13 年实现向高收入国家

的跨越，而且长期陷于停滞和危机中，表现为“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如何跨

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我国现阶段实践“发展”主题必须处理的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必须阐释的根本问题。

二、“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的历史要求

要回答和处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命题，需要树立全新的发展理念。那么，“新

发展理念”包括怎样的历史内涵和突出特征?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不是凭空得来的，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基

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

和问题提出来的。”⑦“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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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均 GDP 水平从 2010 年起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当代 70 多个高收入国家( 地区) 从进入上中等收入到进入高收入

阶段平均用 12—13 年时间。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8 页。据测算，2035 年前后我国 GDP 总量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假定美

国按前 20 年平均增长速度增长，中国按 6. 3% 左右速度增长，汇率、通胀率基本稳定) ，2050 年前后我国人均 GDP 水平达到发达国

家的平均水平( 2016 年高收入国家起点线人均 GDP12 万美元以上，平均水平为 4. 1 万美元以上) 。参见刘伟和蔡志洲:《新时代中

国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及产业结构升级》，《管理世界》2018 年第 1 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 318—319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 97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 21 页。



点的集中体现。”①因而，“按照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

展的总要求和大趋势。”②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于“新发展理念”的本质特征又加以系统的概括，

指出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是贯彻“五大理念”的发展，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

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③ 把“发展”命题概括为科学发展、
深化改革、更高层次开放三方面有机统一的整体。

进一步，应当以怎样的方式、方略来实现和贯彻“新发展理念”?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

总书记对此做出了集中阐释和战略部署，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并以此作为实

现方略，特别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④

2018 年 1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了集体学

习。他进一步强调指出，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只有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更好顺应现

代化发展潮流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也才能为其他领域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是一篇大文章，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更是一个重大实践课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上进行深入探讨; 既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

长动力的迫切要求。必须深刻认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性和艰巨性，科学把握其目标和

重点。⑤

现代化经济体系包含怎样的内涵呢? 概括而言，主要是坚持一个主线，推进发展和改革两个方

面工作，构建七个方面的体系。“一个主线”，即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带动创新型国家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开放新格局等方面战略的实施，以此为基础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两个方面”，即一方面推动发展，特别是提高产业竞争力，优化升级产业结

构和产业组织，加快建设包括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在内的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等; 另一方面深化改革，特别是完善产权制度、要素市场化配置、宏观调控机制等方面的改

革，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⑥

还是在中央政治局关于现代经济体系集体学习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关

于现代化经济体系要义阐释的基础上，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又予以进一步的丰富，具体阐释了

七个方面的体系建设，指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

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整体包括: 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

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建设彰显优势、协同

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

面开放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 并且强调，以上体系是统一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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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 30—34 页。



体，要一体建设、一体推进。① 事实上，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其内涵的形成

必然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

三、怎样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为什么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

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

点的重大调整，是化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困难和矛盾的重大举措，也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

发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选择，②核心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供给

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使供给体系有效适应需求结构变化，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

跃升。③

之所以必须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首先，我国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集中在

供给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④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种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主要是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上的局限，属于供给侧的矛盾，因此，应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历史要求。
其次，我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矛盾的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三大失衡”，即

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深层次的原因主要在于

供给侧一系列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采取扩大需求的办法，只会加剧失衡，必须从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入手才能实现供求新的动态均衡。⑤

其三，从宏观经济面临的风险来看，既有潜在通胀压力又有严峻经济下行压力。一方面是总需

求管理的政策失效。与以往不同，改革开放以来，自 1978 年至 1988 年，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突出

特点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 ( 短缺) ，主要压力是需求上拉的通胀，宏观政策长期紧缩; 1998 年至

2010 年突出特点则是需求疲软产能过剩，加上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先后冲击，总需求

不足，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宏观政策先后以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

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扩张需求; 自 2010 年 10 月退出全面反危机政策轨道以来，宏观经济失

衡表现为双重风险并存，既有潜在的通胀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威胁，就总需求管理而言，既不能全

面扩张，也不能全面紧缩，具有严重的局限，只能从供给端入手展开深入的结构性调控。另一方面，

双重风险并存的深层动因主要在供给侧结构性失衡，潜在的通胀压力主要不是需求上拉的威胁，需

求疲软市场条件下，CPI 涨幅并不大，潜在压力主要在于成本推动，这属于供给侧的矛盾; 经济下行

的压力来自需求疲软，深层原因则在于供给侧。投资需求疲软根本在于供给侧创新力不足，产业结

构升级动力不足，缺乏好的有效的投资机会; 消费需求增速不足，根本原因同样不在于居民收入增

速( 需求增速) 迟缓，而在于供给端。在实物形态上产品质量和结构难以满足需要，在价值形态上

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差距过大抑制了人们的消费倾向。因此必须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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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针对失衡的根本动因来解决难题。
其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发展、改革、开放有机统一为整体，使改革、开放内在地源于发展的

历史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重点从总需求逐渐转移到总供给，从总量

干预深入到结构调控，对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对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相互关系提出了更为

深刻的要求，①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原因是要素

配置扭曲，是体制机制障碍。”②因此，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能够有机统一发展、改革、
开放的内在要求，能够更加充分地体现“新发展理念”的本质特征。

其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中发展的质态根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最大的

不同，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需求管理的着力点是消费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在于

生产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

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

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③而生产者的具体含义至少可以包括

四方面: 一是人———劳动者，即提高劳动生产率，造就充实的劳动者大军，提倡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 二是人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企业，即提高企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造就

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特别是实体企业; 三是企业与企业的集合———产业，即提高

产业素质和结构优化及升级程度; 四是产业与产业的聚集及区域布局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

需求管理政策的落脚点在于总量效应，即总需求量的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脚点则在于结构

效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供给侧改革“不能忘了‘结构性’三个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

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④ 既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是生产者，目的在于提高

效率，那么，宏观上生产者效率是否提高，主要体现在结构变化效应上。结构变化是效率变化的结

果，产业组织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等的变化均可以在效率的差异上得到解释，而结构的变化

才真正关系到经济质态的变化。“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

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⑤以结构变化为政策和改革落脚点的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就更具意义。
事实上，我们围绕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围绕提高整个国民经济供给体系质量所实施的一系列战

略，包括创新型国家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等，都是以提高效

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的，而这正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因此，必须以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国民经济诸多体系协同推进的过程，在贯彻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的基础上，需要一系列政策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 一是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 ; 二是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现代化经济体系

的战略支撑 ; 三是要积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布局 ; 四是要着

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提高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 ; 五是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现代

8

刘 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在逻辑

①

②
③
④
⑤

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夫人政府面对“滞胀”提出所谓“供给革命”之所以未能深入下去，主要原因

便在于无法有效处理资本主义市场自由竞争与国家干预的相互关系。参见刘伟，2017: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革

命”的根本区别》，《中央党校学报》第 6 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 106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 101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 98 页。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 30 页。



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这些举措既需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也是现代化经济

体系的内在要求。

四、需要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怎样的宏观经济环境

———稳中求进总基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的重点要放在稳住经济运行上，确保

增长、就业、物价不出现大的波动，确保金融不出现区域性系统性风险。‘进’的重点要放在调整

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上……”①怎样实现稳中求进? 重要的在于处理好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

关系。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需求管理创造宏观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供给侧和需求侧

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

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

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

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增长。”②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是以需求管理为主还是以供给管理为

主，应视不同国情而定，但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

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③这就要求统一

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即统一短期与长期调控，总量与结构调控。一方面，需求管理若失控，或需求

膨胀，经济增长过快，进而导致严重的通胀，那就不需要也不必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面对市

场抢购环境不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或是需求疲软，经济萧条，进而失业压力巨大，那就不可

能也不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困难在于过剩产能化解中的就业矛盾，

在失业压力很大的宏观条件下难以加大供给侧改革力度。另一方面，即使以需求管理为目标，保持

适度增长，进而在通胀率和失业率之间保持均衡，以适度增长维持短期均衡，但若不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则失衡的深层动因得不到克服，不仅短期总量的均衡难以长期维持，而且最终宏观经济

环境的恶化会导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窗口”关闭。正如我国现阶段通胀率以 3% 以下，城

镇登记失业率以 4. 5%以下为政策目标，据此经济增长率应在 6. 5% 左右，进而为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创造宏观经济环境，但问题的根本在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否则不仅深层次失衡动因难

以克服，总量均衡也不可能长期维持。④

因此，“稳中求进”是宏观调控的总基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⑤它是统一总量与结构、短期与长期、
增长与发展、发展与改革所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要求。

五、需要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怎样的制度条件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根本原因是在新的发展阶段上难以转变发展理

念，难以转变发展方式，无以适应新阶段上的新变化、新挑战。为什么难以实现发展理念和发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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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转变? 重要的不仅是认识上的问题，而且制度创新滞后，缺乏改革的动力，难以实现公平与效

率的有效统一和提升。一是经济制度创新和改革的关键是资源配置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能

否真正实现市场竞争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

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

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

发挥政府作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管理，

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①二是法治体系建设和法治精神确立。市场经济

是法治经济，因为市场经济贯彻的是法权原则，采取的是契约形式，无论是维护法权还是保护契约

的权威性，都要求法治。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对于经济生活而言根本在于保护市场

主体的“私权”，规范政府主体的“公权”，即“私权赋予，公权约束”。三是现代化政治领导体制和

治理机制的建设，根本在于凝聚最广大人民的共识，形成最大公约数，代表广大人民最大的根本利

益。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来推动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的建设。没有政治上

的凝聚力，没有治理机制和能力上的最大“公约数”，是很难克服现代化市场经济和法治化历史进

程中遇到的“特权”阻力的。四是道德秩序方面的培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道德

秩序受到严重冲击: 一方面是来自纵向的历史演进，传统的以“忠诚”为核心的自然经济的道德秩

序发生了动摇，现代的以“诚信”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尚未形成，道德领域可能出现既不

讲忠诚也不讲诚信的放纵; 另一方面是来自横向的外部冲击，现代化转型必然是开放的，来自外部

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必然冲击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传统，而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又缺失

文化上的自信，进而形成道德秩序上的无序。
由此，经济制度上政府与市场关系扭曲，市场失灵; 市场在资源配置上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政府

替代市场，政府集权进而政府应当履行的职能缺失，政府失灵。法治建设滞后，对市场主体“私权”
缺乏保护，对政府“公权”缺乏约束，使之可以滥用。进而，经济制度上政府官员集权，形成“寻租”
( 权钱交易的可能) 。法治体系上缺乏约束，政府权力可以不受约束而滥用，企业不能通过公平的

市场竞争获得机会( 市场失灵) ，只能通过与政府谈判获得，“寻租”自然成为普遍，对公权缺乏约

束，“寻租”的冲动自然形成现实。从而，资源配置既无公平也无效率，因为脱离市场公平竞争原

则，按“寻租”强度配置资源，不可能有效率，权钱交易普遍，不可能存在公正。这种条件下特别需

要政治治理上的纠正，但政府本身普遍陷入“寻租”便不可能形成政治核心凝聚力，难以真正代表

社会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诉求。所以，公平与效率的实现便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道德的力量，依靠

人们在道德上的自我约束，但这一阶段恰恰又是道德容易出现无约束、无序的时期。因此，“中等

收入陷阱”成为历史的真实。
我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 贯彻新发展理念，需要建设现代经济体

系; 推进现代经济体系，需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求稳

中求进的宏观经济增长环境，更要求全面深入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则至少包含经济、法治、政治

制度和道德秩序，而转型社会恰恰在这些方面面临一系列的“陷阱”。诸如经济制度和法治体系缺

陷所导致的“中等收入陷阱”，政治制度和治理机制上的缺陷所导致的“塔西佗陷阱”，道德精神秩

序转型所导致的“道德无政府主义陷阱”。作为大国，我国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中国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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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还存在国际关系上的“修昔底德陷阱”，等等。①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我们要注意跨越

“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要注意防止“塔西佗陷阱”等。
正是基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明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贯彻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

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同时(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议) ，我们提出了: 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处

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 ;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

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 ; 全面从严治党，中国的政治核心力量在于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和党自身的建设(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 。形成“四个全面”战略总布局，成为新

发展理念下“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目标实现的基本方略和制度支撑。同时，在非正规制度的精神领

域明确并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以克服转型期可能出现的道德无序; 以“一带一路”建

设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而为应对“修昔底德陷阱”贡献中国的智慧和方案，将现代化经

济体系的建设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统一为有机整体。

六、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根本目的何在

———以人民为中心

“人民是阅卷人”。贯彻和实践新发展理念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亦即为什么发展。这一问题的

回答不仅涉及到发展的根本动因，而且涉及到发展的根本动力。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及资本主义

国家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追求的“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②人民推动发

展，人民共享发展。一方面，“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③把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方式和目标作为有机统一体，而不是相互分割，更不是

相互否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

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④另一方面，在实现人民共创共享发展成果，实现

社会主义社会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坚持把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与按要素贡献分配相结合的原则，把按

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与实现共同富裕有机统一，而不是把做大蛋糕和合

理分配蛋糕割裂开来，更不是对立起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落实共享理念，归结起来就是

两个层面的事: 一是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蛋糕做大; 二是把不断做大的

蛋糕分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分好蛋糕比做大蛋糕更重要，“主张分配优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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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 89 页。所谓“修昔

底德陷阱”是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为了定位未来中美关系，借用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所领导的同盟之间

发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所提出的概念，意指历史上大国崛起过程中必然发生战争，暗示中美未来必有一战。其文章原标题为

《修昔底德陷阱已凸显于太平洋》( “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 。“塔西佗陷阱”是南京大学美学教授潘知常

教授在其 2007 年著作《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所提出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我把它

称之为‘塔西佗陷阱’的怪现状，‘塔西佗陷阱’是什么意思呢? 古罗马的执政官塔西佗说过一句话，他说: 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好

的政策和坏的政策同样会得罪人民。”“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使用的概念，原意为

由于缺乏规模经济，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不得不努力保持其前所未有的高增长率，而以生产要素的积累为基础的战略可能会导致

持续恶化的后果。“道德无政府主义陷阱”则是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概括。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 21 页。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 12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 31 页。



发展。这种说法不符合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①“新发展理念”就

是要通过“共享”来体现发展为了人民这一根本宗旨和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
“共享”理念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实质上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

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因此，共享是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全民共建、逐渐共享的社会主义

事业全面发展的过程。②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阐释了设计共享政策的原则，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

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
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履行好政府

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③ 同时，“共享”理念的落实对社

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提出一系列变革要求。在原则上生产决定分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生

产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决定着基本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与按

要素分配等多种分配制度相统一，进而决定着社会主义社会逐渐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社会生产的

自然技术方式规定着“共享”的业态变化和实现的技术可能。但分配本身有其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

立性突出表现于对生产的能动的积极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既包括对生产的社会形式———生产的社会

制度及生产关系的变革要求，也包括对生产的自然形式———生产的技术方式( 技术及业态) 的变革要求。
总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命题，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实践

出发，深刻揭示和系统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规律，为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既一脉相承，更是创造性的发展。这一思想体

系，首先从对新时代特点的分析出发，进而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题———发

展，然后深入剖析新时代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挑战和约束条件，进而提出“新发展理念”，即以“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作为破解新时代新发展难题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引领; 再进一步是如何贯彻实践

“新发展理念”，由此提出了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实践“新发展理念”的基本方略。那么，构

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怎样的内涵? 这就是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发展现代化产业

体系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两个基本方面，以构建包含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
个领域在内的有机整体的经济体系为主要任务。进而，怎样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或者说为实

现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需要创造怎样的基本条件? 一方面是宏观经济条件，这就要求贯彻稳中求

进总基调; 另一方面是制度创新条件，这就要求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经济、法治、政治

制度等方面深化改革，为实现新发展理念创造制度条件，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最后需要回答，贯彻新发展理念，实践“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新发展，以“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等，其根本目的是什么? 这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更有效地处理发展中的社会公平正义命题，以“共享”体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要求，并

由此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力量。
以上，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逻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逻辑正是基于对这种历史实践逻辑的深刻科学把握，深刻揭示了这一大逻辑

的内在规律，进而开拓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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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rinsic Logic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LIU Wei
(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ummary: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centered on
fundamental questions“what kin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new era requires us to uphold and develop，

and how we should go about doing it”． On the basis of the history and practice of the moder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Xi's thought reveals and captures the intrinsic logic and the basic law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and it also provid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guidelines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Xi's work start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current stage in the great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then
analyzes and explains the evolvement of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facing Chinese society in the new era，and related
problems and characteristics． It gives a clear answer that the fundamental issu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s development，and makes a new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development”．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ese socialism，we need to construct a new understanding
of development． “The new vision of development”is defined as“the vision of innovative，coordinated，green，and open
development that is for everyone”． The outstanding feature of the new vision is an organic unity of three aspects: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deepening reform，and openness of higher standards． The guiding ideology to solve
tough problems of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leads to implementation of the five-sphere integrated plan． The approach for
applying the new vision of development is to develop a modernized economic system．

Developing a modernized economic system needs us to pursu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s our main task，to
develop a modernized industry system，to improve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and finally to build an organic
integrated economic system that incorporates all aspects of the economy． To sum up，“the new vision of development”
requires focusing on the main issue of supply-side reform，promoting the two tasks of development and reform，and building
a system that integrates the seven parts of the system．

What are the basic conditions required for building a modernized economic system? On the one hand，the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call for the underlying principle of pursuing progress while ensuring stability，of which the key point is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and management and supply management． On the other hand，institutional exploration conditions require
coordinated implementation of the four-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deepening reform in fields of economy，law and political
system，creating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for pursuing the new vision of development，and modernizing China's system and capacity
for governance，which are the basic policy and the institutional underpinning for achieving the goal of the five-sphere integrated
plan． Meanwhile，core socialist values should be defined clearly and highlighted ethically in informal institutions，to solve the
moral disorder that might occur during transforma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ll support the vision of a“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and offer Chinese wisdom and a Chinese approach to addressing the“Thucydides trap”，which will
further integrate building the modernized economic system with developing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mproving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is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applying a new vision of development，implementing the
five-sphere integrated plan and the four-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and developing a modernized economy． The new
vision of development will deal with social equity and justice more effectively by sharing． This embodies both the people-
centered philosophy of development，and Marxist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which provides the
fundamental force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Keywords: New Vision of Development; Modernized Economic System;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Pursuing Progress
While Ensuring Stability; Institutional Explor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P30，O10，E20，E61，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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